
3.2.1 一次函数模型

【教学目标】

1.掌握正比例函数和一次函数的关系,理解并掌握一次函数的性质.

2.增强利用数形结合思想研究函数性质的意识,体会平移变换的思想方

法,提升直观想象的核心素养.

【教学重点】

一次函数的性质.

【教学难点】

正比例函数和直线的关系.

【教学方法】

本节课主要采用讲练结合法,先定义一次函数,对于特殊的一次函数———

正比例函数,从曲线与方程的角度来描述正比例函数与直线的关系,然后再考

察一次函数与正比例函数的关系,从而得出一次函数的图象也是一条直线的结

论.接着结合函数的单调性深入分析一次函数的性质,将学生初中时对具体的

一次函数的局部认识上升到对一般的一次函数的全局性的理性认识.

【教学过程】

教学

环节
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意图

导
 
入

 1.一次函数的概念:

 一般地,以x 为自变量的函数y=

    (k  ,x∈R)称为一次

函数.

 当b=  时,函数y=k  称

为正比例函数.

 2.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作出y=

3x 的图象.

 教师引导学生得出

结论:正比例函数是

特殊的一次函数.

 教 师 提 问:函 数

y=3x 的 图 象 是 一

条直线吗?

 教师引导学生在

复习旧知识的同时,

让学生自主探索新

知识,激发学生获

取新知的动力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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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

环节
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意图

新
 
课

 

 

 

 

 一、正比例函数y=kx 的图象与

性质

 以具体函数y=3x 为例,令x=

0,则y=0,所以函数y=3x 的图

象过点O(0,0).又x=1,y=3是

方程的另一个解,作点 A(1,3),

过这两个点O,A 作直线OA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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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师提问:如何作

出y=3x 的图象?

 学生回答:列表,

描出两个点,连线.

 教师提问:由方程

y=3x 的 两 个 解,

我 们 作 出 了 直 线

OA,那么方程y=

3x 的所有解都在直

线 OA 上 吗? 反 过

来,这条直线上的所

有点都满足方程y=

3x 吗? 即方程y=

3x 的解与直线OA

 在学生作图过程中

引导学生从曲线与方

程的角度来描述直

线OA 与正比例函

数y=3x 的关系.

 我们来说明直线OA 是正比例函数

y=3x 的图象.

(1)设点P(x,y)为直线OA 上

的任一点,用相似三角形的知识说明

点P(x,y)也满足函数关系式y=

3x.

(2)以方程y=3x 的解为坐标的

点P(x,y)一定在直线OA 上.

 结论 函数y=kx (k≠0)的图

象是一条过点O 和点A 的直线OA,

且函数y=kx (k≠0)是奇函数.

上的点一一对应吗?
 从两个角度严格

说明直线 OA 是正

比例函数y=3x 的

图象.

 从更高的层次上

审视初中所学的一

次函数,培养学生

思维的严密性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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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意图
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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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、一次函数与正比例函数图象的

关系

 例1 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内作

出下列函数y=x,y=x+2,y=

x-2的图象.

 步骤:列表,描点,连线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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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师提问:正比例

函数的图象是直线,

那么一次函数的图象

也是一条直线吗? 它

们的图象之间有什么

关系呢? 一次函数又

有什么性质呢?

 通过例1,让 学

生画 函 数 的 图 象,

并且根据图象来分

析一次函数和正比

例函数的关系,从

而提高学生的读图

能力及文字语言与

数学语言的转化能

力,更新对一次函

数的认识.

 观察与比较 正比例函数y=x 与

一次函数y=x+2,y=x-2的图

象有什么异同?

 填空 这三个函数的图象形状都是

  ,并且倾斜程度  ,函数y=

x 的图象经过原点,函数y=x+2

的图象与y 轴交于点  ,即它可

以看作由直线y=x 向  平移  

个单位长度而得到.函数y=x-2

的图象与y 轴交于点  ,即它可

以看作由直线y=x向  平移  

个单位长度而得到.

 教师提示学生,相

同点可从图象形状和

倾斜度上分析.不同

点可从三条直线的位

置等方面分析.

 学生观察图象,小

组 合 作 讨 论,得 出

结论.

 教师通过动画演示

三个函数的关系.

 教师扮演组织者

的角色,鼓励学生

大胆地猜测和探究,

培养 学 生 的 观 察、

归纳能力,让学生

从中体验独立获取

知识的愉悦感和成

就感.

 通 过 动 画 演 示,

调动学生学习的兴

趣,直观理解直线

平移变换的过程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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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节
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意图

新
 
课

 讨论 (1)一次函数y=kx+b的

图象与正比例函数y=kx 的图象有

什么关系?

 (2)一次函数y=kx+b 的图象

与x 轴和y 轴的交点坐标是什么?

 结论 (1)一次函数y=kx+b的

图象与正比例函数y=kx 图象的关

系如下:

 一次函数y=kx+b的图象是一条

直线,我们称它为直线y=kx+b,

它可以看作由直线y=kx 沿y 轴平

移 b 个单位长度得到 (当b>0时,

向上平移;当b<0时,向下平移).

(2)一次函数y=kx+b的图象是

过点 (0,b), -
b
k
,0

æ

è
ç

ö

ø
÷ 的一条直线.

 学生讨论,教师引

导学生得出结论.

 改变教师直接给

出结论的惯例,让

学生通过讨论,由

特殊到一般,自己

独立地去获取知识,

培养 学 生 的 归 纳、

概括能力.

 练习1 指出下列直线是由哪个正

比例函数的图象平移得到的,并求下

列直线与x 轴、y 轴的交点坐标.

 (1)直线y=5x+1;

 (2)直线y=5x-3; 

 (3)直线y=x+5;

 (4)直线y=x-3.

 三、一次函数的性质

 例2 证明一次函数f(x)=kx+

b(k>0)在 (-∞,+∞)上是增函

数.

 学生抢答练习1.

 师 生 交 流 练 习 1

后,教师提出问题:

一次函数是由正比例

 帮助学生加深理

解一次函数的有关

知识.

 在学生具备函数

单调性的知识以后,

用单调性的概念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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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节
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意图

新
 
课

 证明 设x1,x2 是任意两个不相

等的实数,取

Δx=x2-x1,

Δy=kx2+b-kx1-b

=k(x2-x1)=kΔx,

所以Δy
Δx=

kΔx
Δx =k>0.

 所以当k>0时,函数f(x)=kx+

b在 (-∞,+∞)上是增函数.

 同 理,我 们 可 以 证 明:当k<0

时,函数f(x)=kx+b 在 (-∞,

+∞)上是减函数.

 因为Δy 是函数值的改变量,Δx

是自变量的改变量,所以由 Δy=

kΔx 还可知:函数值的改变量与相

应自变量的改变量成正比.

函数平移得到的,从

图象上看,它们的单

调性是怎样的? 你能

证明你的结论吗?

 师 生 共 同 解 决 例

2,教师板书详细的

解题过程.

 教 师 引 导 学 生 归

纳 得 出:一 次 函 数

的 函 数 值 的 改 变 量

与 相 应 自 变 量 的 改

变量成正比.

新审视初中所学的

一次函数,让学生

对一次函数的直观

感知上升到理性分

析的层次上,同时

加深对函数单调性

概念的理解.

 四、再认识一次函数

 1.一次函数y=kx+b的图象是过

点 (0,b), -
b
k
,0

æ

è
ç

ö

ø
÷ 的一条直线.

 2.当k>0时,函数f(x)=kx+

b是增函数.

 当k<0时,函数f(x)=kx+b

是减函数.

 3.函数值的改变量与相应自变量

的改变量成正比.

 师生共同总结一次

函数的性质.

 帮助学生系统把

握一次函数的图象

特征及性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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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意图

新
 
课

 练习2 说出下列直线与x 轴、y

轴的交点坐标,以及函数的单调性.

(1)y=x+2;

(2)y=-2x-1;

(3)y=3x+1;

(4)y=8x.

 学生口答,师生共

同点评.

 

 

 

 加深学生对函数

性质的理解.

小
 
结

 1.一次函数y=kx+b 与正比例

函数y=kx 的关系.

 2.一次函数y=kx+b的性质.

 学生阅读教材,畅

谈本节课的收获,教

师引导学生总结本节

课的知识点.

 梳 理 本 节 内 容,

便于学生深刻理解、

记忆.

作
 
业

 必做题:本节练习A组第1~2题.

 选做题:本节练习B组第3题.
 学生课后完成.  巩固本节内容.


